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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鑽木取火是鄒族傳統技能，除了生活所需之外，在以往部落征戰的年代還具有火占

的功能。在進行研究時，我們先訪問老人家，再依訪談得到的線索安排一連串的實驗，經過

我們實驗之後得知，鑽木取火要能成功的因素為：找到質地堅硬的木頭做為鑽木棒及鑽木板，

而木頭要採用靠近樹心的部位。接著鑽木棒前端先使用過（呈黑色），鑽木板上要挖出一個較

深的洞並加入木炭，最後再用力、快速的轉動鑽木棒，這樣就可以增加鑽木取火成功的機會。 

壹、 研究動機： 

    我們曾經到觸口永久屋唱鄒族古謠給汪念月頭目聽，之後頭目講述許多有關部落的

故事，其中又以出征前勇士必須進行火占的故事令我們印象深刻，回到學校後我們和老

師討論，覺得鑽木取火具有傳統文化的延續，又含有很有趣的科學知識，所以這次我們

就以這個題目來探究。 

貳、 研究目的： 

一、文獻探討。 

二、相同轉速，不同木質鑽心溫度的變化。 

三、相同木質鑽心，不同轉速溫度的變化。 

四、不同部位的木頭產生的溫度變化。 

五、鑽心與鑽木板硬度不同，產生的溫度變化。 

六、鑽心重複使用產生的溫度變化。 

七、鑽心粗細與溫度的變化。 

八、相同轉速與木質鑽心，施壓力道不同溫度的變化。 

九、鑽木孔的深度對溫度的影響。 

十、鑽木孔中加入不同物品產生的溫度變化。 

參、 研究設備與器材： 

       電鑽、固定架、鑽木板、木質鑽心、相機、電子測溫計、筆、箭竹 

肆、 研究過程： 

一、文獻探討： 

        我們在開始研究前到圖書館尋找相關資料，發現幾本書籍記錄著有關鄒族鑽木

取火及火占的情形，分述如下： 

（一）火在傳統鄒族的生活中的密切程度幾乎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儀式的狩獵

和出草遠征要進行火卜；征帥的揀選也是憑其求火（即鑽木取火）的技術。 

（浦忠成（巴蘇亞．博伊哲努）《庫巴之火》（晨星出版社，1996），頁 211。） 

（二）欲發動戰爭（ozomu）之前，主帥（yuozomu）特別留意自己的夢境，若連續三

得吉夢，翌日到集會 skayu（敵首籠）前製作 popsusa（指鑽木取火的燧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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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錐一根與長木板一塊），……，傍晚時分，又單獨前往該處，摩擦 popsusa生

火，露宿一晚。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三冊》（中央研究院民

族學研究所，2015），頁 41。） 

（三）摩擦力的另一個效果是生熱。當我們把雙掌用力搓幾下，就會覺得掌心發熱。

古人鑽木取火，也是運用摩擦生熱的道理。 

（中國孩子的科學圖書館《力和運動》（圖文出版社，1987），頁 7。） 

（四）摩擦力內最大的區分是靜摩擦力與其它摩擦力之間的區別。有人認為靜摩擦力

實際上不應該算作摩擦力。其它的摩擦力都與耗散有關：它使得相互摩擦的物

體的相對速度降低，將機械能轉化為熱能並提高熵。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1%A9%E6%93%A6%E5%8A%9B） 

 二、相同轉速，不同木質鑽心溫度的變化。 

（一） 實驗器材放置說明： 

在討論這個題目時，我們為了減少誤差，經過好幾次改良後將實驗器材設計如

下圖： 

  

大家一起設計電鑽的固定方式 固定後完成圖 

固定方法如下： 

1.將電鑽固定在木架，並用鐵絲鎖緊。 

2.將電鑽控制轉速的開關接上轉速控制器。 

3.轉速控制器上方設置木板，再加不同重量即可產生不同的轉速。 

（二）實驗步驟： 

1.準備 9種不同的木頭，並請家長幫忙磨成圓柱狀。 

2.將電子溫度計尖端放在木質鑽頭與鑽木板接觸的地方。 

3.請同學打開電源開關，並由另一位同學負責錄影。 

4.測試時間為 2分鐘，2分鐘後再換另一支相同材質的鑽心。 

5.測試 10次後再換另一支不同木頭的木質鑽心。 

6.實驗後觀看錄影檔案，每隔 5秒鐘記下所測得的溫度並算出平均溫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9%E6%91%A9%E6%93%A6%E5%8A%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97%E6%95%A3%E7%BB%93%E6%9E%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A%E6%A2%B0%E8%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AD%E8%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6%B5_(%E7%86%B1%E5%8A%9B%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1%A9%E6%93%A6%E5%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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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結果： 

1. 麻六甲的溫度上升最慢，2分鐘平均 72.56度；肖楠上升溫度最快，2分鐘平 

均 244度。 

2.山上最常用來烤火的木頭是相思樹，上升溫度是 114.62度。 

3.每種木頭都呈現摩擦的時間愈久，溫度就升得愈高。 

4.因記錄表格過長，原來的表格我們當做附件附在整個報告後面，下面的表格是

截取實驗中每隔 15秒的溫度。 

表一：不同種類的木頭平均上升的溫度 

時間（秒） 

樹木種類 

15 30 45 60 75 90 105 120 

麻六甲 48.39 56.61 62.61 66.56 70.11 73.93 77.86 81.12 

檜木 42.71 52.13 59.37 65.23 69.44 74.26 77.73 81.53 

杉木 43.29 53.48 60.7 66.57 71.53 76.07 80.43 84.23 

山黃麻 52.83 62.6 69.93 75.5 79.92 84.05 88.36 91.99 

九芎 43.3 56.9 65.46 72.18 78.68 85.03 91.31 96.54 

櫸木 38.7 51.39 60.59 71.84 79.78 86.34 92.7 98.06 

龍眼 42.97 57.49 66.22 77.69 85.27 94.03 103.39 111.87 

相思 50.18 63.77 75.34 84.13 91.34 98.08 105.04 114.62 

肖楠 52.16 70.37 87.43 111.55 147.82 184.40 212.41 244.0 

 

  

找學校可以用的枯木 鋸下我們要的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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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教我們如何使用工具裁切木頭 將切下的木頭做分類 

  

開始實驗了！ 木質鑽心與鑽木板 

 

三、相同木質鑽心，不同轉速溫度的變化。 

    根據研究二的結果，我們以相思樹和山黃麻做為實驗的材料，因為這兩種木頭在

我們部落容易取得，而且木頭的硬度有很大的差別。 

（一）實驗步驟： 

1.我們拿出相思樹和山黃麻的鑽心做實驗。 

2.以 1000g、1400g、1800g的石頭壓在轉速控制器製造出不同轉速的效果。 

3.將電子溫度計尖端放在木質鑽頭與鑽木板接觸的地方。 

4.請同學打開電源開關，並由另一位同學負責錄影。 

5.測試時間為 2分鐘，2分鐘後再換另一支相同材質的鑽心。 

6.相同轉速下做完兩種木頭後，改變轉速再做一次。 

7.記下 10次所測得的溫度並將它們平均。 

（二）實驗結果： 

     1.在轉速快的情形下，山黃麻的溫度升到 287.6度。 

     2.兩種木頭都呈現轉速愈快，溫度就跟著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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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不同轉速下山黃麻的溫度表現 

時間（秒） 

轉速 

15 30 45 60 75 90 105 120 

慢 40.79 48.0 52.61 56.46 60.21 63.45 66.2 68.46 

中 52.83 62.6 69.93 75.5 79.92 84.05 88.36 91.99 

快 78.8 117.06 150.74 191.06 218.56 243.94 271.6 287.6 

 

表三：不同轉速下相思樹的溫度表現 

時間（秒） 

轉速 

15 30 45 60 75 90 105 120 

慢 31.34 36.62 40.55 43.81 46.2 48.74 51.0 53.68 

中 50.18 63.77 75.34 84.13 91.34 98.08 105.04 114.62 

快 58.43 74.25 88.38 101.02 113.18 124.31 136.41 149.52 

 

  

老師把轉速控制器上方壓上 1400g的木頭 固定重量之後的轉速控制器 

  

電子測溫棒放在接觸面下方 溫度太高所產生的木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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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合作 測溫棒與電鑽 

 

四、不同部位的木頭產生的溫度變化。 

（一）實驗步驟： 

1.我們取相思、山黃麻的橫切片，並在上面標上樹心與靠近樹皮兩種不同的部位。 

2.將它們磨成柱狀做鑽心。 

3.測量相同長度、不同部位的木頭，重量有什麼不同（如表四）。 

4.測試時間為 2分鐘，2分鐘後再換另一支相同材質的鑽心。 

5.同一種樹木、同一部位測完 12次後再換不同部位的木頭。 

6.實驗後觀看錄影檔案，每隔 5秒鐘記下所測得的溫度並算出溫度平均。 

（二）實驗結果： 

1.以相思樹而言，樹心做成的鑽心比靠近樹皮的鑽心溫度來得高。 

2.以山黃麻而言，樹心做成的鑽心比靠近樹皮的鑽心溫度來得高。 

3.以部位而言，樹心的密度比靠近樹皮的高，而相思樹的密度比山黃麻高。 

 

表四、木質鑽心長度與重量的關係 

木頭種類 相思 山黃麻 

部位 樹心 靠近樹皮 樹心 靠近樹皮 

長度 26.8cm 26.8cm 43cm 43cm 

重量 27g 17g 21g 15g 

g/cm3（四捨五入至小數第二位） 1.01 0.63 0.49 0.35 

 

表五、山黃麻不同部位溫度的變化 

時間（秒） 

部位 

15 30 45 60 75 90 105 120 

靠近樹皮 38.92 48.76 55.14 59.56 63.64 66.74 69.39 71.48 

樹心 49.34 60.96 69.81 75.5 79.53 83.13 86.53 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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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相思不同部位溫度的變化 

時間（秒） 

部位 

15 30 45 60 75 90 105 120 

靠近樹皮 52.31 63.31 69.89 75.6 81.17 86.25 90.87 94.65 

樹心 52.5 62.43 71.41 80.67 87.09 91.96 96.01 99.93 

 

  

同一段木頭標上樹心與靠近樹皮的位置 社區年輕人幫忙切開木頭 

  

磨成圓柱狀的木頭還要風乾才能用 將不同部位的木頭秤重 

  

將不同部位的重量及長度記在白板上 在課堂上將討論的資料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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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鑽心與鑽木板硬度不同，產生的溫度變化。 

我們想要了解木頭的硬度是否會影響溫度的上升，所以設計了這個實驗。 

（一）實驗步驟： 

1.我們以相思樹和山黃麻做為實驗的材料。 

2.準備相思樹鑽心、鑽木板以及山黃麻鑽心、鑽木板。 

3.我們設計相思鑽心對上相思板以及山黃麻板；山黃麻鑽心對上相思板以及山黃

麻板這四種不同的組合。 

4.每支鑽心測 2分鐘，每一種的組合搭檔測試 10次，測完後再換下一種組合。 

5.每 5秒鐘記下所測得的溫度並算出平均溫度。 

（二）實驗結果： 

1.鑽心和鑽木板皆為相思樹時，溫度最高，達到 160.99度。 

2.鑽心和鑽木板皆為山黃麻時，溫度最低，為 88.51度。 

3.山黃麻的鑽心會在相思木的鑽木板上留下黑色炭化的痕跡，相思樹的鑽心沒有

這種現象。 

 

 

 

表七：木質鑽心為相思樹，不同鑽木板的溫度變化 

   時間（秒） 

木板材質 

15 30 45 60 75 90 105 120 

相思 53.2 68.86 80.03 96.17 114.55 126.93 144.39 160.99 

山黃麻 47.59 55.72 62.37 67.41 72.59 78.64 83.85 90.55 

 

表八：木質鑽心為山黃麻，不同鑽木板溫度的變化 

    時間（秒） 

木板材質 

15 30 45 60 75 90 105 120 

相思 42.69 52.03 62.46 69.76 78.97 88.25 100.66 113.46 

山黃麻 44.4 51.57 58.27 64.61 69.94 75.44 82.01 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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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山黃麻切片做為鑽木板 相思樹的鑽木板，右邊是實驗後的木板 

  

相思板上留下黑色炭化痕跡，山黃麻板則沒

有（圈圈處是實驗的地方） 

山黃麻的鑽心實驗後留下黑色炭化的痕跡 

 

六、鑽心重複使用產生的溫度變化。 
（一）實驗步驟： 

1.我們拿出 10支相思樹做成的鑽心。 

2.每支鑽心每隔 5秒測一次溫度，測量時間為 2分鐘。 

3.10支鑽心全部測量完後沒有將前端的部份切除。 

4.再重新測一次溫度，測完後不切除前端再全部測一次溫度。 

5.將這三次測得的溫度記錄下來並將溫度平均。 

（二）實驗結果： 

1.第一次使用的鑽心平均溫度最低，溫度是 118.64度。 

2.重複使用三次的鑽心溫度最高，溫度是 221.8度。 

3.重複使用三次的鑽心在實驗時會冒出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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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鑽心重複後使用產生的溫度變化 

時間（秒） 

重複次數 

15 30 45 60 75 90 105 120 

第一次 56.23 69.14 79.87 90.3 98.04 105.18 111.99 118.64 

第二次 63.58 83.64 97.9 113.35 126.18 139.69 152.28 164.03 

第三次 79.95 106.99 129.09 145.05 164.96 186.87 203.77 221.8 

 

  

重複第三次後鑽頭成黑色 大家討論後的實驗步驟 

 

七、鑽心粗細與溫度的變化。 
（一）實驗步驟： 

1.我們取一段相思樹木並請家長幫忙磨成直徑 8mm、13mm、18mm三種不同粗細的

鑽心各 10支。 

2.每種鑽心測量 10次，每次 2分鐘。 

3.將相同粗細的鑽心測完 10次後再換不同直徑的鑽心。 

4.記下所測得的溫度並算出平均溫度。 

（二）實驗結果： 

1.鑽心 8mm所測得的平均溫度為 99.93度。 

2.鑽心 18mm所測得的平均溫度為 123.43度。 

3.鑽心越粗所測得的平均溫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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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鑽心粗細不同與溫度的變化 

時間 

鑽心直徑 

15 30 45 60 75 90 105 120 

8mm 55.75 66.62 73.8 80.42 86.44 91.04 95.33 99.93 

13mm 50.18 63.77 75.34 84.13 91.34 98.08 105.04 114.62 

18mm 56.22 75.85 85.8 93.48 101.37 109.77 116.35 123.43 

 

  

三種不同粗細的木質鑽心 多準備幾支鑽心方便替換 

 

八、相同轉速與木質鑽心，施壓力道不同溫度的變化。 

（一）實驗步驟： 

1.我們以相思樹為鑽心，並在電鑽上方加裝木板。 

2.在木板上分別放置 1000g、1500g、2000g三種不同的重量。 

3.每種不同施壓重量測試 3次，測試時間為 2 分鐘，2分鐘後再換另一支相同材

質的鑽心。 

4.每 5秒鐘記下所測得的溫度並算出平均。 

（二）實驗結果： 

1.在電鑽上施的力量愈大，所測得的溫度愈高。 

2.在施力 2000g的情形下，可以測得 156.8度的溫度。 

表十一：施力大小與溫度上升的關係 

時間（秒） 

施力大小 

15 30 45 60 75 90 105 120 

無施力 50.18 63.77 75.34 84.13 91.34 98.08 105.04 114.62 

1000g 65.5 79 87.8 97.5 104.2 112.9 120.6 125.7 

1500g 71.7 85.0 93.8 101.4 110.7 120.1 127.7 135.5 

2000g 80.1 98.7 112.4 121.2 127.0 134.4 144.6 156.8 

 



12 

  

在電鑽上固定木板 在木板上綁上鐵絲，避免砝碼掉落 

  

開始實驗 測量溫度的變化 

 

九、鑽木孔的深度對溫度的影響。 

（一）實驗步驟： 

1.我們在一塊相思樹的切片上鑽出深度 1cm、2cm、3cm的洞。 

2.拿相思樹的鑽心做實驗，打開電鑽 1分鐘。 

3.1分鐘後馬上拿起電鑽並將測溫棒放入鑽木孔的中間。 

4.測量 1分鐘內溫度的變化。 

5.做完 1cｍ的鑽木孔後，依序再做 2cm、3cm 的鑽木孔。 

6.之後再將溫度平均，之後記錄在表格中。 

（二）實驗結果： 

1.深度 3cm的鑽木孔，所測得的最高溫最高，在 10秒時測得 86.1度。 

2.深度 1cm的鑽木孔，所測得的最高溫最低，在 15秒時測得 59.7度。 

3.每種木頭的最高溫在 10到 15秒之間，過了這段時間溫度就會開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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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鑽木孔深度與溫度變化的關係 

   時間（秒） 

深度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1cm 42.4 59.1 59.7 58.2 56.4 54.4 52.6 51.3 50 48.8 47.9 47.1 

2cm 68.0 81.1 75.4 70.9 67.8 65.5 63.2 61.4 59.7 57.9 56.5 54.9 

3cm 81.6 86.1 81.1 75.4 71.2 67.7 65.4 63.3 61.2 59.2 57.4 55.9 

 

  

在鑽頭上畫上記畫，每 1cm畫 1條線 老師幫我們鑽出不同深度的鑽木孔 

  

大家開始做實驗 做完後的木板很像蜂窩 

 

十、鑽木孔中加入不同可燃物產生的溫度變化。 

（一）實驗步驟： 

1.我們在鑽木板上鑽出 1cm深的洞。 

2.在鑽木孔裡分別放入芭蕉纖維、棉花、肖楠粉、木碳粉。 

3.啟動電鑽 1分鐘，1分鐘後馬上拿起電鑽並將測溫棒放入鑽木孔的中間。 

4.再測量 1分鐘，測量溫度的變化。 

5.依序將這四種的可燃物以上述的步驟進行實驗。 

6.將溫度平均，之後記錄在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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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結果： 

1.木碳粉的溫度測得最高，達到 74.3度；芭蕉纖維測得的溫度最低，為 46.4度。 

2.每種可燃物的最高溫都在 10秒時測得。 

 

表十三：加入可燃物與溫度變化的關係 

   時間（秒） 

種類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芭蕉纖維 44.5 46.4 45.7 44.7 43.4 41.9 40.5 39.8 38.9 38.5 37.9 37.8 

棉花 57.4 64.8 64.1 62.4 60.1 58.5 56.3 54.8 53.2 52.1 50.8 49.9 

肖楠粉 56.6 63.9 62.7 60.4 57.6 55.8 53.5 51.9 50.4 49.2 48.2 47.3 

木炭粉 71.2 74.3 71.1 67.2 64.3 62.5 60.4 58.2 56.5 54.8 53.4 51.7 

 

  

收集肖楠的粉末 準備加到鑽木孔中的四種可燃物 

  

電鑽先開 1分鐘，之後再用測溫棒測溫度 加入木碳粉時會冒出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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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討論： 

一、鄒族自古就有鑽木取火的技巧，只因外來物品的引進而逐漸失傳，我們希望藉由這次的

研究設法找出適合鑽木取火的物品及技巧，而在實驗中我們也發現，我們實驗的結果和

老人家說的方式不謀而合，可見以前的族人就懂得將科學知識活用在生活中。 

二、這次我們挑選的木頭以部落常用的木頭為主，而在選擇上我們盡可能依木頭的硬度分別

挑選，因為我們想了解老人家說的「木頭要硬碰硬才能升火」的這個方式是否真的可行。 

三、在溫度的測量上是我們最頭痛的問題！因為在測溫時，測溫棒不可以和木質鑽心有所接

觸，否則會因互相摩擦而增加熱能、提高溫度，我們其實也想用紅外線測溫槍來做為測

量溫度的工具，但是實地操作後發現，測溫槍的精準度不高，在大家討論之後就採用現

在的方法。 

四、我們測量溫度時是把測溫棒的尖端放置在鑽心和鑽木板交接的平面下方，在測溫時我們

會握緊測溫棒，不讓它碰到鑽心，也不能讓它離開交接處的平面，因為一接觸鑽心溫度

馬上就會提高很多，而一離開接觸面，溫度馬上就下降，在操作上真的不好控制，所以

有時一個研究雖然在記錄上顯現出十次，但真正實驗的次數超過很多次，因為溫度升、

降太快的記錄我們就不採記。 

五、鑽心的直徑採電鑽前方可容納的最大寬度，我們設想，如果回到過去要進行鑽木取火，

木頭太細，就以前的勇士來說，可能還沒鑽到冒煙就把木頭壓斷了！所以在決定鑽心粗

細時就以電鑽可以容納的最大寬度來設定，而且這個粗細剛好可以放在箭竹的竹節中，

因為古老照片中顯示鑽木棒是以箭竹做桿、前端再加上木頭而成的。 

六、肖楠是出乎我們意料的木頭，因為它的硬度並沒有相思硬，以我們還沒開始實驗的想法

來看，它在溫度上升的表現上應該不明顯，但是實驗時卻發現它的溫度升得最高！後來

我們請教家長，家長說是因為肖楠有油脂。我們本來也想請家長幫我們拿其他油脂較多

的樹，但是家長知道的樹都在高海拔地區，我們不好意思請他們走到高海拔的深山拿材

料，所以我們就以部落常用的木頭來實驗。 

七、在之前的資料可以知道，以前的族人會在鑽木板上先挖一個小洞再開始鑽，我們想洞如

果愈深，是不是溫度就愈高？經過實驗後可以知道洞愈深的確可以得到比較高的溫度，

經過大家討論後推想，洞比較深有保溫的效果。如果我們真的要用人力來鑽木取火，要

先在鑽木板上挖洞，而且要挖深一些比較好。 

八、在研究五我們特別討論鑽心重複使用的情形，是因為以我們在山上升火的經驗來看，如

果拿已經燒過的木炭來升火，速度比較快。所以我們把鑽心重複使用而且前端不切掉，

從實驗結果看來溫度的確會有上升的情形。 

九、在研究十中，我們加入不同的可燃物到鑽木孔中，本來想以相同的重量做為標準，但是

因為要加進去的東西都太輕了，我們用可以秤到 0.1公克的電子秤都秤不到芭蕉纖維和

棉花的重量，後來只好填滿孔洞而無法以相同重量來做為填充多少的依據。 

十、因為這次實驗的數據表格太長，我們只好把它附在整份報告的最後面，在每個研究後面

的表格是我們將原始數據再精簡的結果，請評審老師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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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 

一、每種木頭的硬度不盡相同，從研究二的實驗結果可以知道，較硬的木頭測得的溫度較高，

這符合長老和我們提及的「木頭就是要找夠硬的才可以用」。 

二、相同的條件下，電鑽的轉速愈快，測得的溫度愈高，轉速愈慢，測得的溫度愈低，所以

如果我們要自己動手鑽木取火，轉動木頭的速度必須要夠快。 

三、無論是相思或是山黃麻，相同長度之下樹心都比樹皮重量來得重，而每 1立方公分的平

均重量來看，相思樹的重量比山黃麻重，所以相思樹的密度比山黃麻高。 

四、在研究三和研究四中我們可以知道，無論是轉速的快慢或是樹木不同部位的選擇，相思

樹比山黃麻的溫度來得高，也因為這樣，我們設計了研究五，希望透過這兩種木頭互為

鑽心與鑽木板的情形下，了解溫度上升的變化情形。 

五、在研究五中我們發現，鑽心與鑽木板皆為相思樹的情形下，溫度上升的最高；而鑽心和

鑽木板皆為山黃麻的情形之下，溫度上升的最低。因此，我們可以驗證長老說的一點都

沒有錯：「如果為鑽木取火，一定要硬碰硬，也就是硬的木頭碰上硬的木頭，這樣才會取

得到火」。 

六、在研究六中可以看出，鑽心經過重複使用後前端會呈現黑色，而重複次數越多，溫度上

升越高。所以除了這個實驗不切除前端（已實驗過）的部份以外，其他的研究將前端切

除後再拿來做實驗可以得到更客觀的結果。 

七、我們實際鑽木取火時可以感覺到手掌會熱熱的，那時我們就想，如果摩擦面積大一些會

不會讓溫度升高？所以我們設計了研究七，從結果看來，摩擦面積大，溫度上升較高。 

八、從研究八的結果可以看出，在電鑽上增加重量（等於是增加鑽木取火所要施的力道），重

量愈重，溫度上升的就愈高，所以在以前族人要進行鑽木取火時，一定要找很有力氣的

勇士，這樣才能一試功成。 

九、在研究二我們找了九種不同的木頭來做實驗，其中以肖楠溫度上升的最高，家長說這是

因為肖楠這種木頭本身就具有油脂，他們在山上升火時用它來燃燒效果很好，只是這種

木頭屬於高海拔的樹木，我們取得較為不易。 

十、在研究九中我們可以發現，鑽木取火之前先在鑽木板上留一個洞不僅可以固定鑽木棒的

位置，而且還有提高溫度的效果，所以在鑽木板上先預留一個洞是有科學根據的。 

十一、我們在研究十中加入可燃物，結果發現加入木炭的升溫效果最好，可以驗證研究六的

實驗結果：「重複使用（鑽心前端呈現黑色）上升的溫度較高。」 

十二、綜合以上研究我們得知，要達到鑽木取火的目的，一定要找到質地堅硬的木頭做為鑽

心，而下方的鑽木板也要質地硬的木頭，而鑽心前端及鑽木孔內都要有黑色的炭，接著

在鑽木板上留一個洞，最後用力、快速的轉動木頭，這樣溫度提升的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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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感謝及展望： 

    火，是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自然恩典，也是我們鄒族重要的精神支柱，在這次研

究過程中，感謝部落中老人家的指導，他們寶貴的經驗提供我們很好的研究方向，而在

取得木頭和磨成圓柱狀鑽心時，也很感謝家長幫忙協助，我們才有這麼多的材料可以做

實驗。這次我們並沒有辦法以高海拔樹種的木頭來做實驗較為可惜，因為部落本身的海

拔高度並不高，不過我們有了這次的經驗後，若能取得更多實驗的素材，相信可以得到

更棒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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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三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5。 

三、中國孩子的科學圖書館，力和運動，圖文出版社，1987。 

四、翰林出版，自然與生活科技，六下第一單元：力與運動。 



【評語】080817  

研究主題將古老的知識加入更多科學的探究，作者們對實驗數

據的記錄詳細，是一個兼具實用性與科學元素的作品。 

建議增加數據圖，表達實驗結果會更直接。 

080817-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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